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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4 學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報告大綱 
 
計 畫 名 稱 ： 3 創(創思、創造、創新)模式融入科學探究活動

主 持 人 ： 吳宛如 電子信箱： super55577@yahoo.com.tw 

共同主持人： 謝國基 

執 行 單 位 ： 宜蘭縣立壯圍國民中學 

一、 計畫目的 

(一) 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力，共同研發桌遊或科學發明等。 

(二) 養成科學探索的研究精神，以達成創思、創造、創新的教育目的。 

(三) 嫺熟科學探究，能獲得獨立思考解決問題的能力。 

(四) 尊重他人與團隊合作，及溝通、表達分享的知能。 

 

二、 執行單位對計畫支持(援)情形與參與計畫人員 

姓名 職稱 專長 負責工作 

陳貴玲 校長 語文(國文)領域 督導與協調 

劉旺朝 教師兼教務主任 自然領域教學 督導與協調 

吳宛如 教師兼導師 

 

自然領域教學 計畫擬定與執行 

謝國基 圖書館閱讀推動教師 語文(國文)領域 行政助理與執行 

劉俊佑 教師兼導師 自然領域教學 教學 

黃嘉如 教師兼衛生組長 自然領域教學 教學 

林姿吟 教師兼導師 藝術與人文領域教學 教學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擔任本次計畫主持人，為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師，長期於校內推動科學教育

與科學創意等活動。另一協同研究人員為閱讀推動教師，力推科普閱讀與桌遊，皆有

助於推展本計畫與執行。參與本計畫的學生為七、八年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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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步驟 

 

1. 資料蒐集：研讀創意發明、科展、桌遊等相關書面資料，從中吸取科學創意概

念與實施成效，提升研究者的相關知識背景。 

2. 籌備會議：利用課餘之際，召集研究團隊及分工。研議科學題材之研發與桌遊

設計，採購相關材料。 

3. 題材研發：自然領域及其相關領域研擬主題，激勵師生自行研發，並於校內進

行科學遊戲競賽以及發明小物，提升學生對於科學的興趣。 

4. 建置 facebook 粉絲團：依據計畫內容與架構，蒐集相關網路資源、素材及研

發成果，建置 facebook 粉絲團。 

5. 進修研習與專家諮詢：辦理增能研習，提供領域教師進行意見交流，並聘請相

關領域專家學者前來指導與諮詢。 

6. 定期會議：每月至少一次召開成員會議，掌控計畫執行進度，並留下相關會議

紀錄以供備查。 

7. 成效評估：本項計畫將以「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動機問卷」(含學習態度、

學習成效等)，作為學生學習態度之成效評估。 

8. 撰寫報告：彙整本計畫的執行成果，以及相關研究資料。 

9. 成果發表：辦理「科學創意王成果發表」，將所設計成的科展、發明展、桌遊等

作品，以供師生科學成果展示並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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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行進度（請評估目前完成的百分比） 

時間 

 

項目 

104 105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十

二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六

月 

七

月 

完成

度%

研讀 

文獻 

            100

% 

前置 

會議 

            100

% 

題材 

研發 

            50%

建置 

facebook 

            40%

專家 

諮詢 

            50%

定期 

會議 

            50%

撰寫 

報告 

            50%

成果 

發表 

            50%

(二)運作模式說明： 

 1.方案研討會議：每月 1次。 

 2.教學及題材研發：於隔週週二下午社團時間，進行發明展社及桌遊社教學。 

 3.專家諮詢：吳月鈴老師(宜蘭縣自然領域輔導員／亮點教師)、劉力君(台灣科大迷你 

教育遊戲團隊)。 

 4.辦理研習：辦理 3創（創思.創造.創新）融入科學探索活動、『科學創意王』闖關遊 

戲活動、發明創作 3D 列印探索活動課程、桌遊設計與體驗活動。 

 5.教材研發：主要以科學為主題，分組進行科學探究活動及桌遊研發。研發「發明展」 

作品，以及科展作品、桌遊研發等。 

 6.行政支援：運用校內資訊設備、軟體及特色教室(M教室、Teal 教室、V教室)，並

利用科學教育專案行政助理人力，協助相關行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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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教學情境 
M 教室 

(行動學習教室) 
Teal 教室 

V 教室 

(虛擬實境教室) 

發明展 

M 教室可隨參與

人員進行不同研

討模式，行動載具

等配備。 

各組配有電腦以

及電子白板，進行

科學實驗研討，各

組可互動並分享

各組作品與心

得。 

作品發表可呈現

360 度，學習無死

角，清晰呈現作

品，並與同儕互動

與回饋。 

科展 

進行物理實驗等

操作，課桌椅可隨

機變化，行動載具

等配備，供資料蒐

集與紀錄之用。 

可運用電腦設備

等進行資料蒐集

與研討，小組可進

行統整科展相關

成果。 

作品發表可呈現

360 度，學習無死

角，清晰呈現作

品，並與同儕互動

與回饋。 

桌遊研發 

進行各種桌遊設

計暨體驗活動，可

依人數進行課桌

椅可靈活調整。 

利用資訊設備，進

行桌遊研發與體

驗活動，亦可進行

作品改良。 

作品發表可呈現

360 度，學習無死

角，清晰呈現作

品，並與同儕互動

與回饋。 

 

 

五、 預期成果 

（一）落實有效教學、多元評量之精神，培養學生核心能力：資訊力、探究力、 

        實作力、合作力。 

（二）自然領域教師勇於創新嘗試，以供校內其他領域相互學習，提升教學專業。 

（三）開發科學實作模組及相關教學資源，並召募校內其他有興趣教師加入。 

 

IEYI 青少年發明展(世界競賽) 

作品名稱 學生 1 學生 2 學生 3 指導老師 獲獎名次

太陽能安全公

車站牌 
陳映蓉 呂姿璇  

吳宛如／謝

國基 
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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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第八屆青少年發明展 

作品名稱 學生 1 學生 2 學生 3 指導老師 獲獎名次

硫酸銅廢液救

星！ 
吳佳穎 趙若涵 陳叡裕 吳宛如 入選 

降溫小噗噗 許箴 黃晨育 楊阡昀 
吳宛如/劉俊

佑 
佳作 

雨衣大變身 許箴 黃晨育 張佳霖 吳宛如 第三名 

多功能長掃把

灰塵搜集器 
吳莉雪 陳沛柔 楊阡昀 

吳宛如/劉俊

佑 
入選 

衛生口罩 陳叡裕 黃奕修 劉芸慈 吳宛如  

不容易鬆掉的

鞋帶 
陳湘茹 趙若涵 藍子勝 吳宛如  

防蟲窗戶 李庚錞 游昱奎 塗博宇 吳宛如  

行動上網 楊畯凱 呂廷楓 林慶豪 陳顥震 入選 

便利跳棋 林芳妤 吳佳穎 陳資涵 吳宛如 第三名 

水火箭拋繩槍 塗博宇 劉芸慈 游昱奎 吳宛如  

 

2015  IEYI 青少年發明展(全國競賽) 

作品名稱 學生 1 學生 2 學生 3 指導老師 獲獎名次

防蟲窗戶 李庚錞 游昱奎  吳宛如 

入選/參

加全國競

賽中 

省油我們最棒

啦！ 
許箴 黃晨育 楊阡昀 

吳宛如/劉俊

佑 

入選/參

加全國競

賽中 

便利雨衣 許箴 黃晨育 張佳霖 吳宛如 

入選/參

加全國競

賽中 

長掃把灰塵搜

集器 
吳莉雪 陳沛柔 楊阡昀 

吳宛如/劉俊

佑 

入選/參

加全國競

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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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檢討  

(一)教師教學部分 

 1.教學者在課前的確要投入更多時間。老師的角色轉型為學生學習的伙伴，是一個

引導者，從旁引導或鼓舞學生克服困難的人。當小組有困難時適時的鼓勵他們，有好的

表現時稱讚學生。 

 2.本次課程，發明展、科展主要是以吳宛如老師為主、桌遊以謝國基老師為主、協

同協助者以劉俊佑、黃嘉如、林姿吟等三人，若是教學團隊能有更多熱血的老師加入，

相信可以減少科學教育計畫執行的壓力以及負擔。 

(二)學生學習部分 

 1.現代國中學生學習態度仍屬被動，學習書本的知識興致不高，是故設計科學探索

活動，從遊戲中學習，將使得學習更有趣，豐富學習的內涵。 

 2.辦理科學探索活動、科學創意王闖關、桌遊等過程中，發現學生的專注力提昇，

課堂間充滿學生討論、操作的話語，在有限的時間、緊湊豐富的學習讓孩子，重新拾回

學習的那份純真、笑容。 

 3.每個孩子的起點能力不一，透過科學教育計畫的推動，訓練孩子在口語表達的能

力也有很大的突破，讓孩子擔任關主，將自己動手做出的發明物或科展作品介紹給全校

師生，需要很大的勇氣與口語表達能力，並且增強孩子在學習過程的自信，也是這個科

學教育最豐富的成效與收穫。 

 4.全部學生都能完成自己的作品及海報介紹，並學習與同儕互相合作，展現團隊的

精神，於是從很多學生的回饋中發現學生也多半能培養出成就感。但如果進一步分析，

仍有一些孩子感受到過程中有壓力或緊張，不過這都是成長過程中甜蜜的負荷。 

 

以下就是彙整學生的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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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參與心得彙整 

楊雅翕:經過此次的實驗讓我學會了很多，以前一直以為實驗只要做完了就沒事

了，但其實做完後，整理結果才是整個實驗的重點，這次實驗讓我收穫最大的是如

何整理實驗出來的結果，並作成簡單易懂的報告，謝謝老師和同學讓我懵懂無知的

小孩，變成可以獨力完成自己的事不須老師的幫忙。 

 

吳佳穎:經過這次的實驗，讓我獲益良多，尤其是以前的我都會直接尋找網路上的

資料當報告內容，現在的我不會隨便相信網路上資料，而且敢在台上發表報告內容。

 

侯芊卉:這次的實驗讓我更加了解什麼是操作變因、控制變因和實驗過程，並且也

讓我學到網路的資訊未必是最正確的，動手做實驗和訊問老師或查詢書籍也是很好

的管道，這次的實驗很感謝老師努力不屑的陪伴，跟大公無私的奉獻，謝謝。 

 

陳叡裕:做完這次的實驗,我獲益良多,我覺得很開心,希望日後還有機會去參加,謝

謝這次活動的老師,你們辛苦了。 

 

李庚錞:這個課程對我很有幫助,希望下次還可以參加,這次實驗最辛苦的是老師,

每當我們遇到困難時,老師總是會幫我們解決,謝謝老師,這次的實驗很有趣,我很

喜歡這次的實驗。 

 

游昱奎:我覺得科學教育計畫相當不錯，讓我增廣見聞，獲得相當多的知識，以及

簡報和查報告的方法，而且還能去新北市參訪，希望明年能夠再參加。 

 

王培容：費盡千辛萬苦中終於完成實驗和報告了，雖然有一半都是老師協助我們完

成的，非常感謝老師。感謝老師的同時我們也很慶幸可以參加這次的活動。儘管我

並不是非常熱衷於科學，但是這一次的體驗我也收穫非常多。尤其是去參訪別人的

專題報告，真的很棒! 

 

林沛玲：能參加這次的活動我們見識到很多我們以前都不知道的科學知識，也自己

動手做了我們的實驗，雖然實驗過程中也有很有很多失敗的經驗，可是我們也學到

了目前課堂上沒講到的內容。總而言之，感謝老師辛苦的指導。 

 

許箴：自從參加科教計畫之後，我覺得假期變得非常精采，參加這個活動後，總有

些許不同的感受。每次報告時，都被推上台，雖然很不甘願，但至少我現在比較不

會害怕上台了！不會緊張到腦袋一片空白，所以我很感謝那些推我上台的好同學，

還有超熱心的老師們。相信參加這個活動，我一定有豐富的收穫，謝謝大家。 

 


